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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宁夏地处黄河两岸的绿洲地带，生态环境自古以来适宜人类生存繁衍，其境内广泛分布的大麦地
岩画、香山岩画、西山岩画、贺兰山岩画、灵武岩画、旧石器遗址、新石器遗址，充分显示了宁夏史
前文明的多元融会与璀璨辉煌。
　　宁夏位于大漠南北交流的古道要冲，中西交通的丝路枢纽。
漠北是古代狩猎、游牧族群的活动范围；漠南很早就是中原王朝的农耕腹地、京畿所在。
北面是贯通亚欧的草原之路，游牧民族的铁骑与农耕民族的武备经常在这里交流碰撞；西面是河西走
廊，直通中亚、欧洲，西方人称之为亚欧经贸往来的丝绸之路，华夏人视之为中西交通的西北关防要
道。
　　宁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，致使其境内历代长城遍布，各种塞垣罗列，烽燧城障林立，多元文化
遗迹星罗棋布。
因此，长城上绘制着中原王朝与边疆割据政权风起云涌、金戈铁马、攻防不断、战和交错的历史画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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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是从宁夏来探讨长城源流，所以，研究篇章中只涉及今宁夏境内的各道长城。
但宁夏长城仅是中国历代各道长城中间的一段，要想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及历史地位，又必须将其纳入
中国历代各道长城的总体遗迹及历史地位中去考察，这就必然涉及到非宁夏地区的有关长城。
长城所在地区，自有其在地缘政治、地区经济、民族关系、边防界址等问题中的历史地位。
所以，本书在宁夏历代长城史迹“附录”中又选录了与该道长城总体遗迹有关的部分“长城史迹”。
“长城史迹”以宁夏长城为主线，辅之毗邻省区的有关长城史料，其中包括该道长城的总体分布与走
向，与该道长城相关的修筑及历史事迹，与该道长城历史事迹相关的毗邻地区的长城事迹，等等，以
之作为宁夏长城研究篇章的旁证及总体史迹缺略的补充，亦可从中窥测长城与人类历史的关系。
这样，从历代长城总体史迹中考察长城，各段长城就不是大地上一道道自然的、物理的、僵死的、割
裂的、逐渐消失的人工堆砌物，而是一条条连贯的、前后相续的、始终涌动的、奔腾的、鲜活的、与
历史交融的人类历史躯体。
这就是历史的、现实的、有记忆的、富含文化内涵的、充满永恒魅力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长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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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兴华，1943年生，宁夏中卫人。
副研究员。
196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，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，担任过大队干部、公社社长、公社党委
书记、副县长。
后任宁夏博物馆馆长，宁夏文物局副局长。
为国际岩画委员会委员。
曾应邀在意大利、克罗地亚的一些学术单位进行学术交流，举办岩画讲座。
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，周兴华就从事岩画、长城等文物古迹的调查研究，他首先发现了大麦地岩画、
香山岩画、西山岩画、灵武岩画；首次提出了宁夏境内遗存有西周长城、秦皇长城、汉武长城、清修
长城等观点。
国内外媒体对其学术活动、学术著作均做过评介报道。
出版专著有《中卫岩画》《宁夏古迹新探》《岩画探秘》《从宁夏寻找长城源流》，主编出版有道光
版《标点注释中卫县志》《中卫县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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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宋元河西汉长城　　宋元时期，今宁夏境内黄河西岸的古代长城亦见诸记载。
　　《太平寰宇记》说：隋长城在废怀远县（今银川市境）“西北大河外”。
按此记载，隋朝修筑的古长城在今银川市“西北大河外”。
今银川市“西北大河外”的隋修长城当在今宁夏贺兰山、卫宁北山一线。
隋唐史籍记载，隋修长城是因“古迹”修筑的。
宁夏贺兰山、卫宁北山一线的古长城，自然是汉长城无疑了。
　　《西夏纪·卷二十七》载：西夏光定四年（1214年）“蒙古主三人国境，破威哈刺城”。
（《多桑书》）。
该条史料引自《多桑书》，“威哈刺城”即万里长城。
这是说蒙古主三次侵入西夏国境，突破了西夏境内的万里长城。
该条史料编排在西夏光定四年是不确切的，因为公元1214年即元太祖成吉思汗九年。
据《元史·太祖纪》载，成吉思汗“九年，甲戌春三月，驻跸中都北郊，诸将请乘胜破燕，帝不从”
。
公元1214年，成吉思汗正在今北京北郊攻打金国，不可能侵入西夏国境。
查阅《元史·太祖纪》，《多桑书》所说的蒙古主成吉思汗三次攻人西夏国境，突破西夏境内的古代
长城，指的是在此之前成吉思汗对西夏的以下三次入侵。
　　第一次是西夏天庆十二年（1205年）。
据《元史·太祖纪》载：蒙古“岁乙丑，帝征西夏，拔里吉里寨，经落思城，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
”。
此即《西夏纪·卷二十六》所载：西夏天庆十二年“蒙古初来侵，破力吉思寨”，“经落思城，大掠
人民及其骆驼而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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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《从宁夏寻找长城源流》以详实的证据首次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长城史料和长城遗迹，首次提
出并实地找到宁夏境内遗存的西周、战国秦、秦皇、汉武、隋代、宋金乃至明代始筑或重修的长城，
奠定了宁夏固原西周长城在中国长城建筑史上的源头地位，在宁夏河东地区考证清楚了战国秦昭王所
筑“拒胡”长城及隋长城的分布走向，在中卫香山等沿河地区发现了遗失已久的秦皇长城和宋、金烽
燧，在贺兰山及中卫卫宁北山找到了湮没无闻的汉武长城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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